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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摇 言

姜明安①

摇 摇 我国法学界专门从事国际经济行政法研究的学者很少，在这一领域取得有

价值研究成果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朱淑娣教授则是这很少的、凤毛麟角的学

者之一。圆园园园 年她出版《欧盟经济行政法通论》，圆园园圆 年《运行中的国际经济行

政法》和《中国经济行政法治与国际化》问世，圆园园源 年《国际贸易救助司法审

查》，圆园园缘 年《宰栽韵 体制下的国际贸易救济审查制度研究》，圆园园愿 年则是《国际

经济行政法》。现在，她的一本新的力作《宰栽韵 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又呈现在

笔者的眼前。在其新作正式出版之前，朱教授嘱我写几句话作为本书的序言。

我在国际经济行政法方面是外行，实不敢为其大作作序。但感于朱教授的盛情

和她的治学精神，又很想写几句话向读者推荐朱教授的新著，于是写下下面的

话语，权且视为“序”吧。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现象。全球化的广度

与深度发展导致了现代法制的一场深刻革命。其显著特征为：经济行政管理法

治的跨国化、行政法治的国际化。在法学理论领域，作为国际法与行政法交叉

研究领域的国际行政法在我国学术界日益受到重视。

从法律内容上审视，国际行政法是指调整跨国行政关系与监督行政关系的

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是行政法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也是国际公法的重要

组成部分。

从法律形式上审视，国际行政法主要法源有三：其一，国际组织的章程和内

部运作规则；其二，直接有关独立主权国家行政事务的国际实体法规则。其三，

特定的、调整有关国际问题和事务的国内行政法———也被称为行政国际法。

·员·

① 姜明安教授系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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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行政法是法学和法制实践中重要的新兴领域，它整合了传统的国际法

和行政法的原则。在现代社会，新的行政程序系统、司法审查机制以及相应法

治原则，使全球治理行政机构的范围扩大，同时使行政主体在行政决定行为中

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些发展包含了正式的国际组织（如 宰栽韵，安理会，世界银

行，气候变化组织等）、非正式规制的国际组织（如国家银行管理者巴塞尔委员

会）、执行全球治理法律的国内当局，混合的公共———私人和单纯的私人国际治

理主体。全球治理系统中的这些主体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公司、个人和其他

经济参与者。当下在经济领域，宰栽韵 法是国际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

宰栽韵 规则对成员方政府的刚性约束，宰栽韵 辕 阅杂月（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管辖

权；鉴于中国对入世承诺的切实履行、国家法治的不断完善，鉴于中国国家利益

及相关经济主体利益的积极维护和国际经贸争端的合理、合法解决，国际行政

法领域内争议解决机制———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地位日渐显现。

在我国的法制语境下，所谓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在 宰栽韵 制度的框架下，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并作出裁决，以保障和补救受损方国际贸

易权益的具有专项性、涉外性与国际性的诉讼活动与制度。根据我国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可

以受理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有四类，即：国际货物贸易行政案件、国际服务

贸易行政案件、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以及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文

件认定的“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现在不仅获得了理论上的认定，而且已经在实践确立为

相对独立的制度。学术上对之进行理论研究的价值有二：其一，有助于深化对

宰栽韵 体制下国际行政法问题的探讨、深化对涉外经贸管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探

讨以及深化对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行政法治完善的探讨，这些探讨又可为推动中

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理论指导；其二，有助于法学领域

的拓展，推动中国国际行政法法学分支学科、中国国际经济公法分支学科的建

立和完善。在实践方面，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研究的价值亦有二：其一，在国家

机关层面———有助于探寻 宰栽韵 体制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的演进规

律，提出中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主体、受案范围、审查标准等制度的改革构想。

其二，在市场参与者层面———研究国外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司法审查）的审查制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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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助于指导涉外律师、出口企业（及行业协会）等就权益受损要求国外法定

机构对行政侵权行为进行审查，保护在法律知识和技术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事

人合法权益。

本书是朱淑娣教授多年潜心研究与冷峻理性思考的产物。该书对快速变

化发展的现实世界、制度运行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阐释，作者基于行政法和国

际法的双重知识积累，从学理、制度与案例三个层面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作了

开拓性的研究，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

本书除导论外，分为三篇，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国际贸易行

政诉讼制度进行分层研究。导论中，作者对作为国际行政法的国际贸易行政诉

讼的核心概念进行了理论界定，并系统阐释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和

核心价值等关键问题；主体部分，作者首先基于导论的铺垫，对国际贸易行政诉

讼的基本原理做了深入剖析；然后就其制度逻辑进行重点阐释；最后，选取若干

典型案例，进一步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具体运行进行了实证研究。本书选题

前沿、整体结构合理、资料翔实、内容较丰富，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规范研究与

实证研究兼顾，确实是该领域值得一读的佳作。当然，由于本书属于前沿学科

的探索性研究，难度较大，有些观点目前不一定能为学界普遍认同，有些问题的

研究更是可进一步深化。

最后，希望这部新著的问世，能促使学界更多同仁对国际行政法有更多的

关注、思考和研究，以推动法学这一分支学科的繁荣、发展，进而促进中国的行

政法治和国际行政法治建设。

是为序。

于北京八里庄

圆园员员 员员 员愿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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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 言

一个国际贸易律师的期待：中国专业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之路有

多远？

———从一起商品归类争议引发的走私普通货物案说起

中西文化分享的一个重要认知是：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从立法向度

看，中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体系基本形成①，但是从法律运行向度看，则

路漫漫兮其修远，需要法律人怀抱公正理想、秉承责任价值，上下而求索！以下

是一个国际贸易律师的期待：中国专业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之路有多远？她所

代理的一起商品归类争议引发的走私普通货物案，从行政行为过程看，关涉海

关商品归类行政规范适用争议问题、从行政诉讼角度看关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围问题，故作为引例，在此呈示：

圆园员员 年春节刚过，杂 市某中级法院打来电话告诉我②，由我出任辩护人的一

起走私普通货物案的结果很理想，杂 市中级法院已经要求检察院撤诉了，撤诉通

知很快会寄送给我。

那一刻我的心情十分复杂，高兴的是所坚持的无罪辩护最终得到了司法支

持，被告公司和员工可以不留下任何刑事纪录继续正常营业和工作。真的很感

·员·

①

②

在此诚挚地感谢校院各级党政领导、行政法学界前辈与学长对复旦大学法学院朱淑娣教授团队

在国际行政法、国际经济行政法、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相关领域探索性研究的慨然付出———包括但不限

于：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应松年会长、胡建淼、姜明安、马怀德、叶必丰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江必

新副院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吴偕林主任等。诚挚地感谢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世

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及其领导的高度支持。感谢

应松年（行政法学）奖学金一等奖获得者袁勇博士在我们国际行政法团队研究中的核心作用。感谢我们

历届研究生的超然卓识与苦乐探索。感谢各方学友的仁慈关心。

系指复旦大学法学博士，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徐珊珊律师（月燥泽贼燥灶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 蕴蕴援
酝），此案例及部分述评由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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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宰 法官，以及大领导 杂，感谢他们对我的专业和敬业的充分尊重，让我再次了

解，正义会来，虽然形式多样！但遗憾的是最终该案还是未能得到一份形式上

的“无罪判决”，自然意味着不能成为可被引用的案例，失去了一次本可以推进

国际贸易行政规制制度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相关理念与制度更新的机会。

在中国法律的运行中，海关等国际贸易规制领域的专业问题，比如海关商品归

类规则的运用，还可能继续地不被司法审查，即不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实际

受案范围之内吗？这对“入世”已十年的一个国际贸易大国来说是多么地发人

深省啊！我国有一天也会有专家组成的国际贸易法院吗，有一天不会再有涉及

海关的司法案件必须会商海关这样的关涉司法独立性的不适当的司法解释吗？

有一天海关等国际贸易规制领域会成为律师们昂然进入，并以专业知识与行政

执法机关合法对峙的执业领域吗？我们期待着！

该案表明：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落实包括受案范围制

度在内的中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履行中国在 宰栽韵 法项下的国际义

务、监督国际贸易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保障国际贸易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促

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此间存在着许多复杂的法律现实问题，需要解决：

存在许多深刻的法学理论问题需要研究。

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法律的秩序要素所关注的乃是一个群体或

政治社会对某些组织规则和行为标准的采纳问题。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似

的脸（葬 孕则燥贼藻葬灶 枣葬糟藻），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背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

迷惑。①

现实世界，只有经过多维度理性阐释，才可能在观念形态、理论结构中再次

趋于完整和全面，达到思维具体。法学理论的重要功能包括提供一个相对抽象

的逻辑框架，以理解规范和决定法律实践。

当代世界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政府与市场关

·圆·

① ［美］耘·博登海默著援 邓正来译援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援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员怨怨怨 年版，第 圆缘员—圆缘圆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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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调整，堪称社会领域的主流律动。在此社会现实力量作用下，法律体系，尤

其是法律体系出现了时代性转型，呈现出法律交融的态势。国际法与国内法的

交融，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在此背景下凸显出经济全

球化与公法的问题，非恪守单一学科（诸如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际法等）传统

分类研究所能解决，必须打通学术疆界，找到新的现实对接点，进行跨学科研

究，才可能实现理论突围。

全球化在经过冷战时期高歌猛进的发展之后，目前步入了消化、调整、深化

的阶段。全球化是否能够继续推进，取决于主要国家能否有效地开展合作、协

调政策，取决于它们能否克服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取决于它们能否有效地解

决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① 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推进经济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增进人类福祉。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中国企业正在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市

场的激烈竞争，但其商品在西方发达国家频繁遭受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猿猿苑 调查以及反垄断调查，维权形势十分严峻；另一方面，国际企业纷纷进入中

国市场形成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市场权力，并对中国的行政

法制提出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法学学者主动研究相关法学基础理论，积极研

究中外国际贸易行政法律制度，包括国际贸易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制度，从而

为实务界和决策层提供更多的智识支持！

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所导致的关于国际贸易行政

诉讼活动和制度的出现来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制度

上，都已经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②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已然显现。

对于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有关的研究，早在我国入世前后就形成了

一股研究的热潮，论著的颇多。但是经过初步统计、分析发现，这些研究虽然提

供了丰富的观点与材料，但是在结合现有行政救济法律制度加以系统、全面、深

入地研究方面，在面对实务复杂、多样的理论需求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以深入

·猿·

①

②

［美］约瑟夫·杂·奈、约翰·阅·唐纳胡主编援 王勇等译援 全球化世界的治理援 北京：世界知识出

版社，圆园园猿 年版，第 猿 页

现代行政法是三维的，即本国行政法、外国行政法和国际行政法。［德］汉斯·允·沃尔夫、奥

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著，高家伟译援 行政法援 北京：商务印书馆 圆园园圆 年版，第 圆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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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的研究。

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分享法治是对话逻各斯的题中之义。中国加入世贸

组织是全面适应和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在这场全面适应经济全球

化的法治革命中，除挖掘本土法治资源外，亟须引介域外法治经验。本项目的

研究十分注重比较法思考。

作为国际贸易行政诉讼领域的一部探索性的著作，本书运用跨学科研究、

利益法学、法律交融等研究方法，在导论对该制度做了整体描述的基础上，还分

别从宏观背景、制度规范、案例研析三个层面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分

层研究。本书首先对作为国际行政法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核心概念进行了

理论界定，并系统阐释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基本结构、多重功能和主要价值；

其次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基本原理与制度逻辑进行了深入剖析；最后选取若

干典型案例，进一步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体制度进行了实证研究。

作为一项探索性的法学理论创新工作，我们期待本研究能深化 宰栽韵 体制

下国际贸易行政法律问题的研究，深化全球化语境下中国行政法治，尤其是行

政诉讼法治完善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涉外行政法法学学科、中国国际

贸易公法尤其是涉外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为推动中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

的全面建构与改革完善提供理论资源。

我们还期待本研究能实现以下实践价值：通过研究中外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制度运行之规律，拟对起草中的《行政程序法》与修改中的《行政诉讼法》，尤其是

涉外部分提出立法建议，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作为正式法律用语列入《行政诉讼

法》中涉外行政诉讼部分；为完善 宰栽韵 框架下中国国际贸易行政立法、行政执法

与行政诉讼制度略献绵薄；推动中国政府、贸易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工会、消费

者组织等更好地确立自身在国际贸易救助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一则积极

应对外国对华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知识产权壁垒等贸易保护措施，二则

促进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助制度适时优化与合理合法运作，有理有

利、有节地维持相关各方合法权益。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之和谐发展。

鉴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属于以法律问题为主，经济、政治、法律三重交织的

复杂问题，涉及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诸多领域，仅具一

种或少数几种学科知识，就可能造成复杂事物广博本质的流失，因而要揭示多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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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貌事物的繁复本质，必须采用跨学科方法。

这本专著采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

方式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即从单义性到多义性、从线性到非线性、从绝对

性到相对性、从单面视角到多维视角、从单一方法到系统研究，以便在系统的知

识与制度体系中寻求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不同的存在形式①。

理论提供给我们以理解世界所必须的智慧蓝图。面对真理犹如面对美德，

人们往往存在着既爱又怕的悖论心态，但是中国的法学家，在学术创新的理论

使命感召下、在经邦济世的实践价值推动下，应当以更充分的理性自觉，投身于

经济全球化与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变革的宏伟事业中，在信守学术传统的

同时，还必须密切跟踪国际、国内社会的制度运行，究其缘由，探其趋向，以理论

解释现实，借现实发展理论，努力争取在该领域形成具有中国自主性和原始性

创新的理论观点与体系。

本著作为复旦—耶鲁国际合作项目———宰栽韵 与国际贸易行政法的拓展性成

果，由耶鲁国际福克斯学者、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朱淑娣教授、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行政庭审判长刘峰博士负责，袁勇、蒋梦娴、黄莉娜、丁浩等参与写作。

其中，蒋梦娴为本书提供了第十二章等部分的初稿 圆援 猿 万字，黄莉娜为本书提供

了第六、十二章等部分的初稿 源援 员 万字，丁浩为本书提供了第五、十三章等部分的

初稿 猿援 员 万字。此外，万玲、王雪松、李晓新、阎自明、孙益武、严艳等同学也参与

部分项目研究工作，黄莉娜、胡意意同学协助老师完成书稿修订工作。

如果一个人迹罕至的岛屿被发现了，那儿没有明显的标志，每一位新踏上

这块土地的拓荒者都可能会留下一些标志，带回一些信息。十多年来，我们全

球化与行政法研究团队，本着“道器相谐，理论与实务兼顾；人知两合，济世与修

身并重”的理念，无畏探索，时而灵光频闪，兴奋莫名，时而歧路漫漫，困难重重。

幸得国内外前辈与学长提携支持，有志青年倾情投入，使我们得以将该领域理

性认识的边界向外推进了些许。期间的教训与感悟为学界分享，抑或能促使中

国公法学进一步走向理论创新，倘能推进立法、执法与司法过程中的发现与创

造，诚可谓馨香而祝之矣！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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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摇 论

法律交融中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①

摇 摇 经济发展对一个民族的生存、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为当今之世所公认。

然而在经济的发展进步过程中，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

起，贯穿数百年的历史，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曾经一度在市场管理上只

是充当“守夜人”的国家和政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更多地参与到对整个经济活

动的管理当中，其地位在市场机制、国家政府职能的交互作用中显得日益重要。在

现代社会经济演进中，市场机制的缺陷、中央集权经济的缺陷以及国际经济交往的

频繁、宰栽韵 法律规则的刚性约束使得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出现成为历史的必然。

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后发型大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

动以及在该进程影响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堪称中国转型期内社会领域的

主流律动。在此社会现实力量的作用下，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这种环境

下的法制体系出现了时代性的变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公法与私法的交

融，就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发展。②

第一节摇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宏观背景

摇 摇 一、国内法 辕国际法的交融催生出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是促进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

①
②

本文首发于《现代法学》圆园园愿 年第 圆 期，总第 员缘远 期，部分内容有修改。

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一术语及其所指的有关内容，参见 员援 夏金莱、叶必丰援 对 宰栽韵 体

制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思考援 法学评论援 圆园园猿 年第 猿 期，第 远愿—苑圆 页；圆援 朱淑娣、李晓宇援 多
重视角下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论援 政治与法律援 圆园园远 年第 圆 期，第 员园园—员园愿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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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外部因素。① 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加剧，各国对其国际贸

易的调整有意无意地存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影子，国内法规制时有失灵，因此需

要国际法的规制，国际法也有这方面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提供了国

际法与国内法交融的现实动力。在其推动下，该交融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在缔

结国际法时，受西方法治成熟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影响，它们国内法———特别

是英美国内法———的理念、原则与制度，会转化为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其二，后

发国家为了融入世界政治秩序，与世界发展接轨，需要加入并受到已有国际法

的影响，而且要承担通过制定国内法履行国际法定义务的责任。这样，国际法

的内容就成为后发国家国内法的组成部分，即国际法的国内化。② 如 宰栽韵 规则

的缔结及其实施就是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的典型之一。为了履行 宰栽韵 法定的

义务，我国不仅要在立法方面创制、修改和废止相关法律，③而且根据 宰栽韵 法的

要求（如《员怨怨源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郧粤栽栽 员怨怨源 第十条的要求），④还应当维持

或建立相应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司法解释，就是在

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⑤

随着经济交往的增多和各国经济一体化及依存度的提高，一个主权国法律

的调控能力会相应下降。所以，可以说：“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陷入了（丧失）民

族性的陷阱（晕葬贼蚤燥灶葬造蚤贼葬藻贼藻灶枣葬造造藻），并迫使各国采取跨越国界的行动⑥。”即所谓

跨国规制。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罗豪才主编援 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援 北京：法律出版社 圆园园猿 年版，第 远远 页

参见 员援 朱景文援 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法制化、本土化和全球化援 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圆园园员 年 源 月第 员 版，第 缘远苑—缘苑园 页；圆援 刘文静援 宰栽韵 规则国内实施的行政法问题援 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圆园园源 年 怨 月第 员 版，第 圆员圆 页

参见袁勇、朱淑娣援 论 宰栽韵 法国内转化过程中凸显的行政立法新类型援 宪法学、行政法学（中国

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援 圆园园缘 年第 员员 期，第 苑园—苑猿 页

有关 宰栽韵 协议中司法审查的规定及中国加入 宰栽韵 议定书关于司法审查的承诺，参见王传丽援
宰栽韵 协议与司法审查援 中国法学援 圆园园猿 年第 圆 期，第 圆猿—猿员 页

参见 员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圆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猿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三个文本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司法解释”。

［德］鲁尔夫·史托贝尔援 经济的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的法律原则援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援 圆园园园 年

春季号

参见应松年主编援 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援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员怨怨怨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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